
关于对政协黄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第 112 号提案的答复

签发人：汪峻

李炜委员：

您在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我市加快发

展高技术服务业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研究办理，现答复

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关于聚焦重点产业引育高技术服务业。我市依托

高新区、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经开区（园区）等优势区域，

引导各地发展与主导产业相配套的高技术服务业，重点发展

信息技术、数字内容、研发设计、电子商务服务等产业，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十四五”以来累计培育黄山科创孵化器、

黄山未来科技城、祁门县科技服务业集聚区等科技服务类省

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 3 家，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1

亿元，完成投资 9.6 亿元，入园企业总数 294 家，带动超 9400

人就业。加快黄山软件园建设，一期（黄山文创小镇）已建

成投用；二期（中安科创城）即将开园，集聚云海大数据、

华数科技、智慧城市信息科技等软件企业 30 家，成功培育

罗米科技、广角网络等一批本土工业互联网服务商。歙县经

开区自 2021 年获省两业融合试点以来，依托车用仪表及电

器工程研究中心等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大力发展生产性



服务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库云科技项目、龙工场

跨境电商项目、宁波港海铁联运等项目的建成运营进一步增

强了园区的服务能力。

（二）关于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市政府与华为合作建成

黄山城市大脑，归集 25.06 亿条数据，拓展智慧文旅、生态

环境、民生幸福、社区服务等政务信息化应用场景。统筹全

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推进黄山高新区工业互联网升级暨

装备制造行业大脑、黄山市茶产业大脑、徽州化工园区重大

安全风险防控、“大黄山”智算中心建设等物联网、云计算领

域应用示范建设。推出黄山市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

全方位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加速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

管理等关键环节数字化转型。公开发布《黄山城市发展机会

清单》，汇集智慧系统开发、检验检测服务、技术研发等招

商项目列入政府需求清单、企业协作清单广泛宣推。

（三）关于引育项目和人才。深度链接长三角高校智库，

与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共建技术转移中心、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并常态化运营。与复旦大学共建上海湾谷斐迪

园“科创飞地”，通过“海聚英才·揭榜挂帅”活动累计公开发布

230 多项关键共性技术需求，与南京林业大学、东华大学、

华东理工等沪苏浙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 60 余个，合作

金额超 1.5 亿元。开展“迎客松”杯创意创新创业大赛、“人才

黄山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系列活动，多渠道促进高技术服

务业相关岗位人才对接。建立全市中职学校专业设置动态调

整机制，开设数控技术应用和新能源汽车、数字影像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等适应我市高技术服务业人才需求的

新专业。面向重点群体开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职业

（工种）政府补贴性就业技能培训，2023 年全市开展无人机

驾驶员等职业技能培训 2 期共 86 人，助力高技术产业人才

技能素质提升。

（四）关于强化支持体系。制定印发《黄山市服务业锻

长补短行动计划（2022-2025 年）》，《黄山市支持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发展若干政策》《黄山市检验检测促进产

业优化升级行动工作方案》等支持政策。市促进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明确支持大数据处理、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发展及研究设计、检验检测、科技服务

等服务业重点项目建设，“十四五”以来累计安排省市级资

金 966.03 万元支持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今年初我委牵头成立

市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包括市发展改革

委、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及企业财税顾问，通过定期走访辅

导、座谈调研等，做好高技术服务业企业培育工作，引导企

业做大做强、入规纳统。此外，市大数据协会、市检验检测

协会等行业商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举办创新应

用成果展、专题讲座、专业培训系列活动，有效促进政企学

研用信息共享、资源整合。

二、下一步工作

按照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要求，我市将持续做

强做优做大高技术服务业，加快构建服务业发展新格局。一

是加快制定《黄山市关于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落实具体任务和责任清单，推动软件信息服务、科技

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攻坚，根据省现代服务

业集聚创新区创建有关部署，聚焦我市高技术服务业做好培

育争取工作；二是聚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设计检测、软

包装材料研发测试、绿色食品产业包装设计、康养和医疗产

品研发检验等主导产业相关高技术服务业，加强双招双引力

度，搭建平台引导我市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服务业企业开展

科技成果转化、产品升级、业务赋能等深度合作。三是加大

骨干企业培育力度。充分发挥市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工作专班

作用，加强与科技、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联系，积极协调

解决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多渠道支持企业发展。探索实施共

同成长计划，对符合扶持条件的高技术服务业企业、通过基

金股权投资、国企股权债权投资，融资担保、财政贴息、平

台赋能等方式积极培育潜力企业持续壮大。

办复类别：B

联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联系电话：2355361

2024 年 6 月 14 日

抄：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意见建议科。


